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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举行

灵璧：唱响非遗之声 守护文化根脉

共襄乡村文化盛宴，唱响时代发展强音。

12月8日，第三届全国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大

会暨典型案例推介活动在江苏省靖江市举行。

作为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丰收系列活动之

一，大会旨在发掘一批典型、推广一批样板、打造

一批文创品牌、壮大一批农文旅企业，促进产业

有市值、生产有颜值、生活有品质，在全社会营造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良好氛围，助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本次大会主题为“文化繁荣 产业兴

旺 创新引领 品牌强农”。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为

各地乡村文化工作者搭建了交流研讨、互学互鉴

的平台，有利于激发乡村文化新活力，增强乡村

产业新动能，引导各方力量持续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行业组织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举

办文化论坛、交流研讨、发布推介等活动，吸引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乡村文化建设，把乡村文化魅力

风采传播出去，把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引进来，共

同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洪流当中。

当代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

安以视频方式为活动致辞。

经全国各地申报、专家组严格审核，大会

确定了88家全国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影响力典

型案例和文化品牌，涵盖了乡村文化产业的方

方面面。在下午举办的“和美乡村 百花齐

放”典型案例分享会上，来自海南、江苏、湖北、

内蒙古、福建、浙江等地的9家单位及个人，介

绍了他们发展文化产业的做法，分享了他们的

发展经验。

当日晚，第三届全国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发

展大会发布盛典举行，表彰了88家影响力典型

案例和文化品牌。这些案例和品牌生动展现

了各地创新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充

分展示了文明乡风建设成果，为加快乡村文化

振兴提供了示范引导。盛典用内容丰富、多姿

多彩的活动全方位呈现了一场乡村文化的视

觉盛宴。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

导委员会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

司、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江苏省农业农

村厅指导，由全国乡村文化产业创新联盟联合

中共靖江市委、靖江市人民政府、中国农业电

影电视中心、农民日报社、中国农业出版社、中

国农村杂志社、全国农业展览馆、农业农村部规

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大众文化学会、中国畜牧业

协会、中国渔业协会、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中国优质农产品开

发服务协会等共同主办。 （牟汉杰）

“灵璧一石天下奇，声如青铜色碧玉”。

灵璧石曾被乾隆皇帝誉为“天下第一石”，名

列中国四大观赏石之首，安徽灵璧也因“山

川灵秀，石皆如璧”，得名“灵璧”，并有着“中

国观赏石之乡”的美称。

石头会“唱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走进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一曲悦

耳动听的《茉莉花》乐曲，响彻整个校园，立

即将人们带入了古意悠远的意境。“这是由

‘编磬’和‘磬石琴’演奏而成，其声如青铜，

清脆悦耳。”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非遗

传承学院沈可老师介绍道。一块块石头居

然能发出这么神奇美妙的声音！参观者真

正感受到“精美的石头会唱歌”的含义。

近年来，灵璧编磬专家研发生产了磬石

琴，这种琴结构似古代的捶琴，便于携带和

演奏。灵璧磬石琴有众多品类，有的是23

片，有的是36片，还有的工匠用大块石头作

盒，将琴片嵌在石中，古朴典雅，别具匠心。

目前灵璧磬石琴已申报为专利产品。灵璧

磬石琴近些年曾多次参加国内外演出，引起

中外观众的注目。

不仅有会唱歌的石头，灵璧县高级职业

技术学校非遗传承学院共有磬石琴社团、赏

石社团、菠林喇叭社团、灵璧石工艺品社团、

泗州戏社团、钟馗画社团、剪纸社团等七个

社团，聘请县内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

等担任授课教师。2022年8月，安徽省教育

厅公示了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和基地遴选认定结果，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

学校成功入选全省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学校。

“近年来，灵璧县紧抓文旅融合的发展

契机，积极创新保护机制，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和传承，在灵璧县文化馆设立非遗

保护中心，定期举办非遗培训班，培养新的

传承人。在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成立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将灵璧磬石雕

刻、灵璧钟馗画、传统戏剧泗州戏、灵璧剪纸

钟馗等项目纳入教学内容，让青少年感受优

秀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灵璧县委宣传部

郝昱介绍道。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霍邱县曹庙镇——

人居环境“再发力”
乡村振兴“展新颜”

今年以来，霍邱县曹庙镇紧紧抓住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契机，把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摆在重要位

置，多措并举答好人居环境整治必答题，高质量建

设“生态优美、人民幸福”的曹庙镇，助力乡村振兴

“展新颜”。

用心塑造“村容美”，实现从“党员带头”到“村

民参与”。紧盯村民群众最关心的环境卫生难题，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在环境整治中的战斗堡

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将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作为当前

重点工作，组织镇村干部、党员、退役军人等进行清

扫，实现党员带动群众、短期“快见效”、长远“见长

效”的生动局面。

用情书写“乡风美”，实现从“庭院小美”到“乡村

大美”。围绕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积极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百余场次；完善超市管理办

法和信用兑换制度，将乡风文明评议、村规民约积分

制融入信用积分兑换制度中，引导村民在日常生活中

对自身的良好信用和文明行为做到双维护、双增强。

用力铸就“本色美”，实现从“被动应对”到“常

态长效”。从狠抓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到打造乡村建

设特色节点，从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到清单化

闭环化管理，从集中力量整治“顽瘴痼疾”到人居环

境问题挂账销号管理，切实保障整治无盲点、无死

角、全覆盖、持久净，推动全镇面貌有效提升，铸就

人居环境本色底色。 （王玉燕）

霍邱县城关镇大同村——

“银龄安康”工程为乡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离不开保险的

保驾护航。在保护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权益、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保险发挥着重要

作用。为了增强群众幸福感,近年来，六安市

霍邱县城关镇大同村实施“银龄安康”工程，完

善村卫生室配套设施,定期为老人免费体检,

村集体出资为老人购买银龄安康意外伤害保

险,不仅使老年人“老有所医”,还“老有所保”。

近几年来,“银龄安康工程”走进了全县的

村村落落,通过“政府赠、社会捐、个人买”多种

形式,让越来越多农村老年人有了意外伤害保

险,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信任。

城关镇大同村大力践行“我为群众办实

事”，自2018年1月开始，加大宣传力度，让

“银龄安康行动”这项民心工程深入民心，惠

及民众。今年5月份大同村全额出资13920

元为全村多名年满6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

购买中国人寿银龄安康老人保险，进一步保

障老年人抵御意外风险能力，当老年人遇到

意外时也能减轻家庭负担，得到全村村民的

高度认可。接下来，该村将继续做好银龄安

康保险的工作，让银龄安康保险成为大同村

村民的坚实后盾，不断提高村民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为乡村振兴工作保驾护航。正是

“银龄安康工程”让老年人“老有所保”,让

“老有所养”绘出的乡村振兴幸福愿景有了

更好的保障。 （何长娟） 2023年即将结束，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立足

当前，咬定年初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全面盘点全年

工作存在的差距，抢天夺时，全面掀起冲刺高潮。

秋种收尾不欠账。今年全镇小麦播种任务4

万亩，截止11月底完成95%以上。各村抓住当前

晴好天气，以村集体兜底方式，单季流转土地近万

亩，确保全面完成小麦播种任务，为明年午季丰收

打下了坚实基础。

医保征缴忙不停。全镇紧盯2024年度新型合

作医疗群众缴费任务，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强化为

民服务意识，镇、村干部主动上门，群众积极配合，

征缴进度迅速攀升，力争提前完成征缴任务。

志愿服务掀热潮。镇、村文明实践所、站抓住

农闲时机纷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全镇主要交通

路口实现了交通劝导全覆盖，各村加大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力度，干干净净迎新年。全镇党员干部深

入农户宣传党的惠民政策，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

问题，乡间一片“马甲红”。

研究部署早谋划。镇、村两级党组织结合第二批

主题教育活动，通过组织生活会、学习研讨、征求群众

意见等方式，认真谋划明年工作，各项工作均做到早谋

划、早安排、早落实。全镇共谋划产业发展项目10个，

以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来检验主题教育的好成果。

夏店镇齐心协力冲刺当前，各项工作齐头并

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也为全年工作划上了

圆满的“句号”。 （金其华）

全力冲刺确保
全年工作完美收官

霍邱县夏店镇——

12 月 7 日，在界

首市戴桥镇戴西村小

郭庄自然村安徽省万

花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花茶加工产业园

内，工人们正在加紧

生产花茶订单，准备

销往各地。近年来，

当地依托本地花茶产

业，新建戴西村花茶

加工产业园，建设了

三产融合的综合性标

准化厂区，带动周边

150位居民就业，人均

年 收 入 30000 元 以

上，增加村集体收入

60万元。

庞诚 摄


